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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过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展览馆的朋友，如果稍
作留意，便会发现由郭沫若先生题写的“太平天国历
史陈列”（见下图） 门匾上，“国”字少了一点，写成
了“囯”。据导游介绍，这是因为郭沫若对洪秀全没有
继续进军，使“天国”不完整，深为惋惜，故而有意
把“国”字少写了一点。

郭沫若题写的“太平天囯历史陈列”匾额

此说甚谬，因为在太平天国的相关文献资料及实
物中，“国”字均少一点。如洪秀全、石达开铸造的

“天国圣宝”钱，其“太平天国”的“国”字，即写作“囯”。
我想，作为著名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的郭沫若之所以
这样写，也许是出于对太平天国历史的尊重吧。

“天囯圣宝”钱

然而，又有人认为，“囯”字是洪秀全所造，他认
为普天之下，上帝最大；四境之内，唯王最大，以彰
显其“王者当国”之意。这种说法与其说是诠释汉
字，毋宁说是在评价太平天国的施政体系，已超出了
太平天国领袖们对“国”字的理解了。其实，“囯”字
并非始自太平天国时期，早在宋代便开始流行。我国
很多汉字向来就有正、通、俗之分，据辽 《龙龛手
鉴》 载，“囯”为“国”的俗字；另外，明 《正字通》
以及 1930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出版的 《宋元以来俗字
谱》也都收入了“囯”字。

“国”的繁体正字为“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
为：“國，邦也。从囗（wéi），从或。”段玉裁注曰：“或，邦
也。古‘或’‘國’同用。”其实，“或”“國”为古今字，古文
只有“或”字，后来才有了“國”字。关于这一点，可以从

“國”的字形演变中得到印证。

甲骨文 金文 大篆 小篆

关于甲骨文“或”，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有如下解
释：“或，邦也。口表示范围，一表示土地；戈，执干
戈以卫社稷，表示武力，后来由许多小‘或’合成大
國，所以在或字外面再加上一个囗。”

除了“或”外，“国”字还有一种古文写法就是
“囗”。《字汇·囗部》 释曰：“囗，古作国字。《商子》：
‘民弱囗强，囗强民弱，有道之囗，务在弱民。’古国
字皆作囗。”

正由于“國”字代表了国家权力机构，充满了政
治敏感性和神秘色彩，所以历史上许多统治者都把目
光投射到这个字上，挖空心思地要对它进行一番“改
造”，然后再通过国家行政命令加以推广使用。除了上
述太平天国改用“囯”字外，据明代 《正字通》 记
载，武则天当皇帝后，当时幽州有位书生，为了迎合
讨好武则天，上书建言，说“國”字方框内的“或”
很像“武”，有扰乱天象之嫌；而且“或”即“惑”，
有不稳固之意，当今圣上姓武，是武姓之国，宜将方框中
的“或”改为“武”，这样才可以上承天意，下孚民望。武
则天看后十分高兴，马上降旨天下，将方框内的“或”改
为“武”。过了不久，又有人上书说：“把‘武’字放进方框
内，与把‘人’字放入方框内成为‘囚’字一样，有‘武’
氏被困之嫌，是不祥之兆。”武则天认为很有道理，又
降旨将此字停用，改用“圀”字。

据统计，武则天一共造了 19个字，“圀”字便是其中
之一。但事实上，“圀”字也是古已有之，并非“则天文

字”。在南朝梁代顾野王的《玉篇·囗部》中即收录此字，
并注明：“圀，古文國字”。汉代崔駰的《樽铭》中也有“献
酬交错，万圀咸欢”。看来，武则天只是复古而已。

另外，“國”字还有两种俗体写法，《玉篇》 所收
的“囶”，突出了国家广有八方之土；《龙龛手鉴》 所
收的“囻”，则突出了民众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是中
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体现。但是，唯独“圀”字得到了
武则天的法眼垂青，这大概是因为囗内的“八方”更
能体现武则天的政治远见和雄才大略吧。“圀”字在日
本也曾使用过，现在仍作为古代人名用字保留着，如
江户时代的大名德川光圀。

最后，再谈谈我们现在的通行简化字“国”。其
实，这个“国”字也是古已有之。据清代梁同书 《直
语补证》考：“国、孑、齐……，今市侩书之，皆起于
宋，见孙奕 《示儿编》 云。”不过，“国”字还要早于
宋代，在六朝碑文 （见下图） 中即已出现。

六朝碑文

玉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既是
珍宝财富、君子品德的象征，也是国家权力与地位的
象征，所以国中应有玉。据文字改革专家叶籁士先生
的《简化汉字一夕谈》记载，1955年9月的《汉字简化
方案修订草案》本拟把“國”字简化为“囯”，但有委
员以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为由提出异议，最后通过

“王”字加一点成“玉”，这就是今天的简化字“国”
的由来。

家国同构，修齐治平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中，国家并非一个抽象的
概念，它往往被置于“家国天下”的文化格局和政治
理想之中来理解。《大学》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
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
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
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
而后天下平。”修齐治平的道德信念和行为准则，由
近及远，由己及人，将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也成为中华
民族独特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道路，既指
明了行远自迩、登高自卑的修习次第，也包含着身
国同构、家国同构的文化观念。孟子在解释“天下
国家”时也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
本在身。”个人修身的意义在于，由身家而家国，由
家国而天下，不仅是现实空间疆域的不断扩大，也
是人生精神境界的不断升华。因此，“家国天下”理
念所建构的文明共同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
而道中庸，不单纯是指向个人，也不单纯是指向家
庭、社会、国家，既关注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又
致力于各个人通过普遍联合形成“真正的共同体”，
不论是个人还是共同体，都期于达到“止于至善”
的理想境地。

家国情怀，爱国如家

“家国天下”的文化格局和情感认同，根植于中
华民族的血脉传承之中，积淀而成为共同的文化心理
和价值取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与国始终紧密联
系在一起，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是国的缩
影，国是家的延续，爱家升华为爱国也成为必然的选

择。程颐说：“学者不可不道世务。天下事譬如一
家，非我为则彼为，非甲为则乙为。”爱国情怀，天
下意识，担当精神，这是为学者必备的胸襟和格局。
正如孟子所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
谁也？”

在家国情怀的指引下，古代先贤站在天下的立场
上思考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治国理政的道路。孟子提倡
以仁治国，他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
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大夫不仁，不保宗
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执政者如果不为百姓
的利益着想，就会威胁到国家的生存，失去执政的合
法性。荀子提出以道治国，他说：“国者，天下之制
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
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
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国君持道治国，则国
泰民安，反之则灾难相随。

以身许国，忧国忧民

近则身家，远则天下，在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
中，爱国主义传统源远流长。这些爱国思想，不仅表
现为对于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悠久历史的自豪，灿
烂文化的认同，而且也表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忠贞
不渝的报国情怀。翻阅典籍，表达爱国情感的诗歌随
处可见。比如，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
归”，李白的“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杜甫的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
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徐锡麟的“只解沙场为国
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等等。

在历史上，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捍卫祖国的
尊严，无数仁人志士以身许国，抗御外侮，谱写了
一代代的爱国史诗，树立了一座座的爱国丰碑。比
如，苏武牧羊，不失气节；班超辍业，投笔从戎。
岳飞精忠报国，其 《满江红》 词云：“三十功名尘
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
悲切。”文天祥视死如归，其 《正气歌》 诗云：“天

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
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他们为了国家赴
汤蹈火，为了正义不避祸难，留下可歌可泣的事迹
彪炳青史。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习近平同志指出：近代以
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
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
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
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伟大民族精神。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个人的前途
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在新的历史时代，
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延续文化基
因，萃取思想精华，把个人的事业和人民的福祉相
连，把个人梦想和国家梦想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室）

陕西省合阳县地处关中平原和渭北高原的结合部，土地肥
沃，小麦优质高产。合阳县洽川被称为中国爱情诗之源。据考
证，《诗经》 开篇之作的 《关雎》，最早就流传于洽川。《诗经》
305 篇有 30 多篇与洽川有关。合阳农耕文化流传深远，底蕴厚
重；民间艺术兴旺发达，其中，面花就是生活艺术的浓缩。

面花，是用面粉和水捏制而成的民间手工艺品，流行于我
国以吃面食为主的北方地区，尤以黄河流域最为普遍。面花相
传是由古代金石礼品和图腾演化而成，起源于用面塑动物代替
宰杀牛羊祭祀的民间习俗。之后，面花逐渐融入寻常百姓家，
并不断与人生礼仪、节日庆典等重要时刻缘来缘往。

面花在合阳民间又叫“花馍”“礼馍”“花馒头”，是民间的
一种风俗礼馍。合阳面花，构思新颖、技艺精湛、形象生动、
风格豪放、寓意深长。在合阳，婚庆、做寿、满月、祭祀等人
生仪礼中都有相应的面花；但凡遇到上梁、合龙口等农家大事
以及祭祀祖先、礼敬神明等活动，面花都是最有意味的礼品和
供品。

合阳妇女中面花制作技艺能人巧手特别多，一批批农村
妇女捏面花捏出了名堂，成了村内村外的红人。被评为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面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就有 2 名，
渭南市级传承人 6 名，合阳县级传承人 90 余名。至于擅长捏
面花的女性及面花爱好者，那就难以计数了。在这些妇女的
手里，一团白面可变成飞禽走兽、花鸟鱼虫以及各色人等的
世相百态。

合阳面花制作分为和面、做花、蒸熟、点染、插花等工序
和环节。合阳妇女以白面粉、豆类及可食用植物颜色汁液为材
料，以针线、梳子、剪刀、镊子、筷子为主要工具，用简单的
手工操作揉、搓、捏、剪、压、扎出孔雀、凤凰、喜鹊、龙、
狮、麒麟、虎、寿桃、荷花、牡丹、梅兰竹菊等图案造型，表
达了他们的生活理想和信念。成品花馍，或作为供品奉献，或
兼摆设陈列，或作馈赠佳品，或当高端地方特产食品，同时也
是一部可供民众学习欣赏的民间文化教科书。

每逢佳节或重要节点，三三五五的妇女围坐热炕，相互切
磋技艺，比学赶帮超，一件件活灵活现的面花作品呈现在世人
目前。合阳人朴素的思想和农民的本色，透过面花艺术深情地
打动了世道人心，感染着三秦大地。

合阳面花艺人在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创作经验，交流总结
心得，思考人生真谛，将民间文化要义和乡土艺术精髓表达得
淋漓尽致，风生水起。55岁的坊镇坤龙村村民曹芳侠是捏面花
的好手，她创作的面花作品如“龙凤呈祥”“福禄寿喜”“百鸟
朝凤”“孔雀开屏”等，成为许多村内外女子、媳妇们学习的

“范本”。
合阳县民间文化生态良好，与面花比肩的姊妹艺术根深叶

茂，为妇女们揣摩传统文化提供了启蒙和借鉴。合阳提线木偶
戏——合阳线 （腔） 戏是我国长江以北仅存的悬丝傀儡戏。合
阳跳戏渊源可追溯到商代的“大濩”乐舞。合阳唢呐名曲 《百
鸟朝凤》 同样给人以无穷的遐想。黄河流域关中文化的朴拙与
豁达，早就为合阳面花定下了艺术基调。

□ 汉字故事

风雨沧桑话“国”字
杨立新

□ 中国民间工艺

合阳面花：
情满黄土星满天

王锦强 文/图

合阳面花艺人的作品

爱国：家国天下 爱国如家
蒲宏凌

爱国，是公民应有的道德情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
第一个价值准则，爱国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动力，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
神纽带，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撑。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爱国传统，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范仲淹的“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鲁迅的“寄意
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都体现出真挚的爱国情怀。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